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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引领
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3 年，浙南小镇万全镇，人口净流
入 1.54 万人，凸显出该地工业发展的强劲
后力。

凭工业立镇，历经 40 多年风雨洗礼，
万全镇以印包机械、汽摩配、时尚家居、三
大产业集群叩开了快速崛起之门。2023
年，万全三大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了
150亿元，新增亿元企业总数达41家。最
振奋人心的是，亿元企业的名单正日益加
长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城镇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要求。
万全精准施策，将目光瞄准科技含

量高、市场细分领域竞争力强、具有高
成长性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实施精准招
商引资，助力企业成长为隐形冠军、专
精特新“小巨人”，并交出一份优异的成
绩单——拥有梵特、环诺等省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32 家，炜冈入围国内首台套装
备；锐志等 3 家企业产品入选 2023 年度

“浙江制造精品”，全县唯一；力邦、豪中
豪产品入选 2023 年度省优秀工业新产
品⋯⋯这些企业不仅为万全的经济发
展注入了活力，更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
实的支撑。

项目推进成效显著。据统计，该镇
上半年推进实施重点项目 129 个，新开
亿元产业项目 9 个；新增省级科技型中
小企业 21 家、市级研发中心 2 家。这些
项目的落地，不仅为万全的经济发展提
供了新的动力，更为未来的产业升级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万全之策”之下，更有万全速度。上
半年，该镇新登记经营主体 1156 户、总数
突破 1.48 万户，随着电商产业园区、时尚
家居潮流馆投入运营，限上批发业、零售业
销售额分别实现 8.66 亿元、1.05 亿元，分
别增长26%、32.2%。

在这里，185 家规上企业支撑起万全
工业重镇的脊梁，吸引了 10 多万外来人
口，城市发展红利持续释放。

产城融合
打造宜居宜业现代新城

走进万全镇企业服务中心，数字化大
屏实时显示“万全镇企业服务中心涉企事
项问题解决清单”，详细列表写明企业的
需求，由镇负责人牵头做服务，根据解决
问题的进度按照“绿、黄、红”三色标注。
当前几十条问题仅一条标黄，大片的绿色
显示大部分问题已得到及时解决。

万全镇企业服务中心集党建展示、企
业培训、商务沙龙、客户接待、品牌展销、
服务代办于一体，目前入驻企业 200 余
家，累计代办企业事项 6000 余件，让企业

“最有感”成为万全营商环境最鲜明的标
识。

“镇负责人多次强调，对于企业，政府
部门要‘多关心，少打扰；讲规矩，要引
导’。”万全商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2023年，万全首次跻身全国镇域经济

500强镇，位列287名。今年，万全再次上
榜，位居 219 名。从 287 到 219，折射出万
全重商、尊商、安商的独特气质。

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才是硬核支撑。
谁拥有了一流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
的优势和主导权。如何让人才留下来，万
全也有独门秘籍。万全打造了温州市首
家出租房统租统管服务中心，统筹全镇
11000 余间出租房资源，为新居民安居落
户提供全流程服务，以此吸引年轻人近悦
远来。

万全镇，不仅是工业重镇，更是一座宜
居宜业的现代新城。在推进工业发展的同
时，万全镇坚持“以产促城、以城兴产”的发

展理念，加快产城融合的步伐。

城市建设，打开了万全镇发展的新面

貌。2023年，万全镇推进38条道路建设，

完成 8 条道路通车，提升了城市的交通网

络。同时，通过风貌提升工程，改善了城市

的面貌，为居民提供了更加宜居的环境。

环境整治，是万全镇发展的新动力。

2023年，万全镇完成建设美丽乡村32个、

打造特色文旅乡村17个，美丽乡村覆盖率

达100%，实现了村社环境的全面焕新。

只此青绿
全龄友好共享美好生活

万全地处平原水网地带。走进万全，

清澈的河水、金黄的稻田、粉墙黛瓦的民

居，以及水中嬉戏的白鹭与野鸭呈现眼

前，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秀丽的水墨画

中。

虽然大力发展工业，但江南水乡的肌

理依旧保持完好，依托自然禀赋，万全走

出一条生态文旅融合之路。

作为乡村振兴领头人，万全镇周垟村书

记缪茂锋心里有一本14.5元的生意经。“村
里开发研学项目，一个孩子收10元研学费、
4.5元餐费⋯⋯”别看小生意不起眼，春季单
这个项目就接待了1万多学生，秋季预计不
少于2万人。村集体经济增收的同时，还带
动了村民就业。

周垟村由一块核心湿地和五大田园岛
屿组成，是典型的浙南水乡。2017年开始
布局，创成了省市两级未来乡村，村集体经
济从15万元增加到160余万元。对于接下
来的发展，缪茂锋信心十足，3—4万平方米
的农科中心下半年结顶、明年投入使用，聚
焦本地非遗项目；在地方特产“万全醋”的基
础上，村集体准备与致富带头人合作开发
醋饮料；今年10月，将引进温州市首批“农
村职业经理人”，乡村振兴再上台阶。

水乡夜游、马戏团巡游、古装舞蹈快
闪⋯⋯一系列新潮玩法，让万全镇的文旅
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活力四射。今年通过

“五一”水乡文化节等活动，合计引流超25
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200万元，全镇半
年来累计接待过夜游客人数20.9万人次。

万全镇致力于教育发展、居家养老、
社会保障、共同富裕等民生建设，不断提
升广大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教育发展，是万全镇民生福祉的新起
点。2023 年，万全镇投入 200 万元用于 9
所校园的“微改造、精提升”，同时具备建
兰学校、万全综合高级中学、佳诚高级中
学等优质教学资源，深入推进“学在万全”
的理念。

养老服务，是万全镇民生福祉的新亮
点。2023 年，万全镇加快推进湖岭、郑楼
2个养老服务中心建设，累计投资8000万
元，预计明年投用。同时，创新推出“四个
三”助餐矩阵，惠及辖区 1000 多名老人，
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贴心的服务。

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万全镇正以破
局起势的姿态，迎接着高质量发展的新
征程。这里，工业强镇的雄心壮志与诗
画水乡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这里，产城
融合的现代新城与乡村振兴的美丽乡村
相得益彰；这里，民生福祉的全龄友好与
幸福之城的生活理想相辅相成。万全
镇，正以蹄疾步稳的姿态，迈向更加美好
的未来。

（图片由万全镇提供）

工业强镇、产城融合、诗画水乡

温州万全镇：破局起势，看这里气象万千
杨 吟 董占波 金欢欢

“沉落七洲洋，涨起万全垟。”这

里，曾是一片可泊万船的汪洋；岁月

砥砺，沧海桑田，“万船”随方言谐音

成“万全”。

这里是温州市平阳县万全镇。

作为文化古镇，万全镇历史悠

久、钟灵毓秀，通过不断深化改革，

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呈现“黑马”

之势迅速崛起。今年上半年实现规

上工业总产值 75.77 亿元，规上工

业增加值 16.71 亿元，双双实现两

位数增长，稳居平阳县第一，更是蝉

联全国镇域经济500强⋯⋯

如今的万全，兼具“工业强镇、产

城融合、诗画水乡”，一条大力发展新

质生产力、奔赴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

道路风景，正跃然眼前。

万全高速枢纽

万全紫来创业园

醉美田园 水乡周垟

“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
处处生。”这是400多年前，丽水市遂昌县令汤
显祖对遂昌原生态自然环境的唯美写意。

9月20日—22日，“遂心游仙县·昌享汤
公情”2024遂昌文化主题游活动举行，旨在
营造“满城竞唱《牡丹亭》”的汤显祖文化传
承氛围，不断挖掘汤显祖文化内涵，着力打
造新时代汤显祖文化创新高地，为遂昌共同
富裕新蓝图注入强大文化力量。

“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
寻遍。”（出自《牡丹亭》）。由长三角地区自
驾游爱好者、汽车品牌俱乐部代表、自媒体
博主等组成的百人旅游团，体验沉浸式自驾
之旅，共赴一场游园惊梦。一条小弄，一方
青瓦，一曲悠长。由明清老宅改建而来的汤
显祖纪念馆，白墙黛瓦、门楣窗帘、一草一木
都带着古典的诗意，后院的戏台唱不尽时光
荏苒，光影斑驳让人仿佛置身《牡丹亭》中的
世界。在这里，可以详细了解到汤显祖的生

平、其在遂昌的政绩以及艺术创作成就。
近年来，遂昌不遗余力地打造汤显

祖文化品牌。《遂昌县汤显祖文化发展规
划》《汤显祖文化深度开发实施方案》系
列文件出台，“班春劝农”典礼、汤公音乐
节等衍生活动陆续开展，为汤显祖文化
在遂昌落地扎根、开花散叶提供了肥沃
的土壤。

作为浙西南革命老区核心区，遂昌县不
仅拥有优越的自然资源、深厚的人文底蕴，

“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的浙西南
革命精神更是融入了遂昌人民的血脉。

王村口镇是近几年逐渐火爆出圈的“网
红古镇”，古镇除了保留源自清代的古老街
镇外，还是红军挺进师的革命旧址。镇里那
条革命先辈走过的古街已成为“1935文旅
街区”，王村口镇也成为浙江省首批5A级景
区镇、省级红色旅游风情小镇，还获评全国
首批高质量乡村振兴优秀案例、全省首批乡

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案例。
“近年来，我们立足本地优质山水资源，

深入挖掘汤显祖文化、红色文化等县域特色文
化，聚力打造‘风炉宴’等遂昌美食IP，深入推
进遂昌金矿5A级旅游景区创建进程。此次
文化主题游的推出，正是遂昌致力活态传承、
创新传承、融合传承汤显祖文化的缩影之一。”
遂昌县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
前，遂昌已先后创成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示范县、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省级文旅产业
融合试验区等，“旅游＋”融合发展效应正不断
显现。

前不久，全省旅游发展大会的召开，为
遂昌文旅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下一步，遂昌将通过实施一批项目、
创新一批产品、引进一批业态，打造更有辨
识度、影响力的城市文化IP，借助文化的力
量，提升城市发展内涵，塑造城市精神内核，
让遂昌这座千年古城，焕发蓬勃生机。

遂昌：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长三角文化主题自驾游目的地
郭海峰 刘振超 朱毓婕

浙江是改革的先行地。改企转制以
来，省财开公司积极践行国企社会责任，通
过扶持当地特色产业、打造浙财母基金平
台等举措，持续在资金、资本、资源等方面
帮助支持山区县和对口帮扶点发展，打造
了多个具有“财开味”“共富味”“改革味”的
典型案例。

打好富民“组合拳”乡村振兴换新颜
高合村地处衢州市开化县百里黄金水岸

线何田溪畔，群山环绕，绿植茂密。虽坐拥丰
富的自然资源景观，却曾是省级贫困村，村集
体长期缺乏稳定收入。2018年，凭借“千企结
千村、消灭薄弱村”行动契机，省财开公司和省
金控公司与高合村建立企村结对帮扶关系，帮
助村里建成了开化金禧漫居乡村酒店。

从2021年开业以来，省财开公司派出
下属金溪山庄的专业团队悉心经营，金禧
漫居年均接待游客 6 万余人次，每年为村
集体分红30余万元。

如今，“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
嘱托被牢记于心。省财开公司发挥红色
引领和党建联建优势，实施项目帮扶、消
费支持等“1+6”致富举措，配套建设高合
果蔬基地、金禧水上乐园、非遗马金豆腐

干制作等共富产业群，带动土蜂蜜等农副
产品销售，累计促进 3500 余人次就业，帮
助人均增收 8000 多元。在金禧漫居乡村
酒店“共富工坊”的牵引带动下，高合村实
现了从负债 150 万元到村集体收入近 300
万元的蜕变。

落地高端产业链 山海协作谱新篇
新征程上，浙江率先扛起了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历史使命。在实现美好图景的
道路上，国企力量大有可为——产业造血的“授人
以渔”、国企输血的“授人以鱼”，两手都要硬。

今年来，公司牵头组建浙江省社保持
股企业高质量发展联盟，成立社保持股企
业高质量发展基金，把山区海岛县的生
态、产业等优势与公司的资金、技术、人才
等优势有机结合，实现共赢发展。

公司紧盯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
程和“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激
发“浙财系”基金资源集聚作用，和当地政
府共同探索建立“财税+投资+金融”相结
合的协同发展新路径，已累计为衢州、舟山
等地的山区海岛县推荐优质项目百余个。
如成功促成百盛光电等企业落地江山，一
米八海洋科技落地嵊泗、云涂科技落地岱

山，总投资额近 20 亿元，为省级国企助力
共同富裕探路先行提供经验。

跨省播撒“万里情”对口支援结硕果
省财开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对口支援

和东西部协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全国
一盘棋”意识，真金白银投入、真情实意帮
扶、真抓实干支援，雪域高原、天山脚下、
天府之国，都留下“浙财红管家”的足迹。

在省财开公司的对口支援和协作帮扶
下，新疆阿克苏启明学校的学生通过实训
实现顺利就业，启智学校的孩子在言语训
练中快乐成长；西藏那曲的特色产品销往
东部沿海城市；四川宣汉的黄龙村建起家
庭农场、硬化了猪场道路，乡村振兴之路不
断延绵⋯⋯

一个个故事，见证了对口支援地和浙
江之间的“万里情”，也见证了“财开模式”
在西部乡村的生动实践。

以深入贯彻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共
同富裕为目标，“我们将继续主动扛起助力
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企担当，以更精准
更务实的行动举措融入全省发展大局，努力
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财开方案、贡献财开智
慧。”省财开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省财开公司：

共同富裕路上彰显“浙财红管家”风采
哲 财

姜宪伟 李瑾

今年，嘉兴市南湖区“城乡无人
机运输和城市出行与物流服务自动
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入选交通运
输 部 第 二 批 智 能 交 通 先 导 应 用 项
目。全省仅三家入选，南湖区是嘉兴
市唯一。这也标志着该区低空经济
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的发展
阶段。

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低
空经济是全球竞逐的新兴产业方向，
也是深化交通运输改革、推动交通物
流降本提质增效的新路径。今年正值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印发实施 5 周
年。近年来，南湖区积极构建“低空经
济+”新型综合立体交通体系，聚力打
造低空经济先行地，将低空经济作为
转型升级故事中的重要篇章。

“列入国家级试点，得益于平台
优势。”南湖区交通运输局负责人介
绍，南湖区拥有国内首个，也是目前
唯一一个以低空经济与交通运输融
合发展为主体的“政、产、学、研、用”
平台——嘉兴南湖路空协同立体交
通 产 业 研 究 院（简 称“ 南 湖 交 科
院”），为南湖区深度探索智能交通、
加速低空经济崛起提供了强大支撑

与不竭动力。
在南湖交科院的推动下，目前南

湖区已构建起高效运转的空中医疗
物资配送网络，常态化运营 13 条低
空 配 送 航 线 ，累 计 执 行 飞 行 任 务
1200 余次，总飞行距离突破万公里
大关。此外，积极探索“低空经济+物
流配送”“低空+城市治理”“低空+文
旅”等领域的创新应用。

当前，低空经济的“卡位战”已经
拉开序幕。为进一步壮大低空经济
产 业 ，南 湖 区 持 续 加 大 招 商 引 资 力
度，成功吸引了一批低空关键环节及
配套企业入驻，涵盖无人艇、先进汽
车材料等新兴领域，逐步构建起集研
发、制造、运营于一体的完整低空产
业链生态体系，处处可见高质量的鲜
活底色。

目前，南湖区正抓紧编制低空空
域划设方案，通过科学布局与精细管
理，构筑起低空飞行的“路网”，并着
手打造低空经济发展统一管理与服
务平台，为低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南湖区还在谋
划建设梅花洲未来交通小镇，推动无
人机等航空器相关产业的发展，打造
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助推新质生产
力发展。

产研融合
竞逐低空经济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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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无人机运送血液样本
（图片由嘉兴南湖路空协同立体交通产业研究院提供）


